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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副馆长牛书东从加大

宣传力度、提高服务能力、引导

市民利用图书馆的习惯等角度，提

出了提高公共图书馆资源利用率的对策。

图书馆需持续增强其便捷性。肖雪

建议，可继续推进24小时自助借阅机进

地铁，并扩展到公交的起始站和终点站，

建设24小时智慧书房，在更多公共场所

提供图书馆扫码即阅、扫码即听服务，开

展面向社会、深入社区、深入农村的延伸

服务活动。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

人尤其是年轻人认识图书馆。“我看到有

视频平台、短视频社交软件上的上传者

分享‘在图书馆发现的宝藏资源’，受到

用户好评，其实就是对图书馆某方面优

质、免费资源的推荐，这也启示图书馆应

更积极拥抱新媒体，开展资源与服务的

宣传推广。”肖雪说。

“图书馆还是创新创造的空间。”肖

雪说，有些图书馆有创客空间，设有人工

智能机器人、3D打印机、VR互动以及面

向儿童的新兴科技产品等，这对培养创

新意识十分重要。有些图书馆把非遗传

承人和图书馆资源进行结合，对13岁至

18岁的青少年很有吸引力。此外，图书

馆还可为人们交流、放松和进行与其兴

趣相关活动提供社交空间。

图书馆资源建设需进一步加强。“除了

文献资源外，空间也是图书馆的重要资源之

一。”牛书东说，图书馆除了基本借阅功能

外，其丰富的馆藏优势、良好的学习环境、现

代化的服务手段也决定了图书馆是打造学

习型社会的极佳场所，“人们之所以喜欢到

图书馆学习，恰恰是被其浓郁的读书氛围所

吸引。”

图书馆也可以形成特色服务品牌。肖

雪举例说，和平区图书馆打造形成“和平读

书节”“文化阅读之旅”“读书漫画大赛”等多

个阅读活动品牌；每年两会期间，天津图书

馆打造智库服务，通过信息支持和保障，助

力代表委员参政议政；泰达图书馆档案馆对

周边企业园区开展专题性信息服务，推出知

识服务类电子刊——“泰达视野”，追踪并全

面解析热点主题；元宇宙、ChatGPT等新概

念刚出来时，图书馆工作人员马上从国内外

各种渠道搜集相应文献资料和发展动态，从

国内外重点企业产业发展状况、应用场景、

产业布局等角度进行详细梳理……这些都

有助于图书馆形成特色服务品牌。

牛书东说，公共图书馆要想获得更多受

众，还要更多地“走出去”，比如可以与中小学、

青少年宫、活动中心等建立长期合作，通过开

展形式多样的阅读交流、文化展览、科普讲座

等活动，给不同年龄孩子推荐“书单”，让孩子

逐渐爱上阅读。借助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资源的共建共享，让人们在“无门槛”的公共图

书馆实现终身学习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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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
生活，我市不少区图书馆依托其在街道设
立的分馆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便民阅读活
动，被称为“身边的图书馆”。但记者在走
访过程中发现，有些居民嫌图书尤其是畅
销书更新慢，还有些人觉得其开放时间有
限。“很多年没去图书馆了，更别提在图书
馆借阅书了。平时想看书都是靠网购，或
者等孩子下课时在附近书店看看，环境优
雅，还能坐下喝杯咖啡。”市民林女士说，
“其实家门口就有一个图书馆，但开放时间
恰好和我们上班时间一致，听说那里周末
活动不少、挺热闹的，但也怕人太多没地方
坐，更别说在里面阅读、喝饮料了。”市民东
女士则表示，平时上班用眼多，闲下来想了
解畅销书时便选择听书的形式：“听书不费
眼，还能边听边干些别的。去图书馆多是
带孩子去看些经典著作，也担心图书馆无
法提供当下前沿的刊物或畅销小说。”
“我们结合实际、依托区图书馆总分馆

体系，正通过各类阅读推广活动和提升服
务手段，开门办馆，主动把书‘送出来’，不
断降低读者阅读门槛，让居民加入到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行列中来，提高了区
图书馆和街道分馆的利用率。”南开区图书
馆馆长赵猛向记者介绍。一般一本新书从

书店采购、批量入库、分编到上架需要一段时
间，为了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新书尤其是畅
销书，南开区图书馆与书店合作开展“您读
书·我买单”的新型借阅模式，读者经申请成
为南开区图书馆“阅读推广大使”后，若在图
书馆没有借到想借的书，可以在海光寺图书
城直接借阅，看完后再把该书还到图书馆或
书店的指定书架，由图书馆和书店结算，将此
书买下作为馆藏图书。“这样相当于把书店变
成图书馆的一个‘外借部’，读者每次借阅图
书都可以免费拿到新书。”赵猛说。此外，南
开区图书馆还定期和书店到社区提供便民服
务，各带部分新书包括畅销书，供居民购买或
现场借阅。
“在我们书斋，读者可以看书、喝咖啡、欣

赏城市风景、参加各类展览和文化活动。”目
前全国最高的阅读空间——位于257米高空
的天塔书斋·知道吧工作人员小王介绍说，自
2020年建成以来，该书斋已吸引超20万人次
到访。

据了解，河西区自 2017年起积极推进
“阅读新空间”西岸书斋建设，在全区打造立
足河西、面向社会，延时开放、自助服务，专业
管理、志愿参与的高品位阅读服务载体，西岸
书斋进入风景区以及写字楼、购物中心等商
业体，成为游客和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地。

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是否还有人愿意去传统图书馆读书看报？传统图书馆是否还是大家记忆中的模样？与网红书店相比，传

统图书馆还有哪些可以提升的空间？本报记者走访多家区域图书馆，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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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服饰，它不
仅造型精美，在制作工艺、穿着礼仪等方面也
有很多讲究，于细微处蕴藏传统文化……”老
师娓娓道来，小听众们听得入神。日前，北辰
区图书馆举办汉服体验活动，30多名小朋友
和家长跟随图书馆的文化讲师走近华夏衣
冠，体验传统服饰的风韵。

家住北辰区果园新村街的陈菁和女儿都是
北辰区图书馆的“铁粉儿”。每次上线新活动，
陈菁都要秒杀报名，线上线下、馆内馆外的活动，
她都不愿错过。“图书馆离家很近，几乎每个周末
都带孩子来。这里的活动太丰富了，绘本阅读、
手工课堂、知识竞赛、主题展览……所有活动都
是免费的。”陈菁说。

“2019年，我们从原来的旧馆址搬到了现
在的地点，当时没有这么多活动，微信公众号粉
丝量仅7000多人。如今我们有13个品牌活动，
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粉丝量超过了3万
人，微信公众号在全区党政机关新媒体排行榜
上始终靠前。”北辰区图书馆党支部宣传委员黄
尤精说。

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保温杯、一摞学习
资料，戴上耳机坐在自习室里，暂时与世界
“隔绝”，图书馆成了年轻人高效学习的地方。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西青区杨柳青镇的
西青区图书馆。刚走进二楼的图书外借区，
便能感受到浓浓的学习氛围。很多年轻人早
早就来到这里自习。医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

夏女士正在翻阅厚厚的专业书籍，
她告诉记者，虽然自己已经工作多
年，但仍不断充电学习，只要时间允

许，她都会到图书馆自习。
“这里上网方便，环境也很安静，学习效

率高，仿佛回到了大学校园。”夏女士坦言，
虽然与医学相关的专业书籍，特别是比较前
沿的资讯并不算多，但她还是将图书馆作为
学习充电的首选。

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可容纳150人的
图书外借区几乎每天都坐满一半。赶上高校假
期或是各种考试前夕，几乎座无虚席。一楼是儿
童区，二、三楼是成人区。工作日和周末的区别很

明显，周一到周五来自习的年轻人居多，还有部分
爱好读报的老年人。到了周末，一楼最热闹，都是
大人带着孩子来，走廊里都坐满了小朋友。
“到了寒暑假，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

写作业、看书。图书每1至2个月更新，学校要
求的阅读书目借阅量最大，其次是儿童文学
类。很多孩子一坐就是一整天，中午可以叫外
卖，馆内有指定的用餐区域。家长觉得图书馆
学习氛围好，孩子放在这也安全放心。”西青区
图书馆馆长李殿娥说。

“确实没想到家门口的图书馆环境这么好！”4月15日，红
桥区图书馆举行“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家住丁字
沽一号路的李梅梅带着4岁的女儿第一次走进这座图书馆，
没想到，这里跟自己儿时记忆中的图书馆大不一样。
“说实话，大学毕业后就很少再进图书馆了，偶尔会带孩

子去书店看看书。记忆中，这样的传统图书馆地方不大，灯光
不亮，书籍不新。没想到，这次的体验完全不一样。这里不仅
环境一流，想看的书基本都有。特别是儿童阅览区，色彩明亮
的设计，加上内容丰富的儿童绘本，让我和孩子一下子就喜欢
上了这里。”李梅梅说，“阅读习惯需要从小培养，以后只要有
时间，我就会带孩子来这里看书。”

作为在图书馆工作了20多年的“老人”，红桥区图书馆负
责人路巍对李梅梅的说法感同身受。
“以前的图书馆馆舍较为老旧，藏书量也较少，最少时我

们的年借阅量仅为5万余册，当时到馆的读者有六成都只是
借阅图书。2015年搬入新馆后，由于基础设施的完善，吸引
了一大批新读者来馆借阅、自习。2019年全年借阅量从当初
的8万多册发展到50余万册，到馆读者人数也从原先的5万
多人次到了现在的49万人次之多。近两年受新冠病毒疫情
影响，人次有所减少，但自从重新开放以来，读者又都恢复了
以往的热情，借阅量也在逐渐增高。”路巍说。

走进红桥区图书馆，这座地上五层地下一层的建筑中，设
有图书借阅室、报刊阅览室、少儿图书借阅室、电子阅览室、自
习室、活动室、报告厅、资料室、基藏书库等服务空间，并结合
馆藏特点和公众需要，设置了古籍典阅室、地方文献图书室、
美术资料室、音乐图书馆、旧报阅览室、视障读者阅览室、连环
画阅览室等特色藏书与服务空间。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个对外开放的借阅室、阅览室中，前
来借书、看书的人，实为不少。如今，每到周末，这样的场景都
会发生在百姓家门口的图书馆里。“这些年，百姓借书、看书的
热情越来越高，对图书馆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在路巍看来，
除了硬件条件的大幅提升外，也得益于各区图书馆开展的丰
富多彩的活动，以及一系列人性化的服务。
“通过这幅图片大家能看出是哪首诗词吗？”这是新冠病毒

疫情防控期间，红桥区图书馆在线上举行的一场“诗意中国年”
答题竞猜活动，活动的最后，图书馆为在线读者讲解、推荐了一
系列有关中国诗词的好书。路巍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来，来自
线上、线下的读书活动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通过对读者的走
访以及问卷调查，我们不断丰富阅读推广活动的形式及内容，从
最初的‘御河讲坛’‘好书伴我成长’两个品牌活动发展为现在的
17个品牌活动，内容涵盖中老年、少儿、幼儿、青年、妇女等多个
不同群体。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培养全
民阅读习惯，让大家一起感受阅读之美。”

如今，以活动为引领，吸引更多读者爱上阅读，已成为各
区图书馆的共识。

在北辰区图书馆，“小手拉大手”亲子阅读、“天音古韵”经
典诵读、“八斗才”知识竞赛、“第25小时”图书推荐、“育苗养
心”手作课堂等特色品牌，有效提升了全民阅读广度深度。同
时，开展“弘扬时代新风 共建网络文明”北辰好网民故事汇活
动，征集故事100余个，50余万网友云端打卡点赞，引领“多读
书、好读书、善读书”文明风气。

在西青区图书馆，工作人员利用阅读空间，策划开展了一
系列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每年线上线下达十余个系列、有数
百次之多，基本做到了周周有小型读书活动，月月有主题活
动，年年有品牌活动。如连续12年举办了“书香飘万家 幸福
新西青”农家书屋、文化书屋读书系列；连续8年举办的“古柳
讲坛”文化公益讲座和“古柳灯谜会”等。

同时，各区图书馆也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品质，为读者送
去更好的阅读体验。

在河西区，图书馆运用需求反馈机制，通过科学调研、大
数据精准分析、提供“全民阅读文化菜单”对位供给，针对阅读
服务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等，实时掌握不同群体需求，实现阅
读新空间管理模式上的创新。

在南开区，为了方便读者借阅图书，参与阅读，享受阅读，
图书馆依托“您读书·我买单”阅读“零距离、面对面、心贴心”
等活动，送阅读进基层，做读者“贴心人”，还积极推动以“互联
网+”为基础的数字阅读，强调“内容为王”，通过网站、微信等
新媒体平台整合万方期刊论文数据库，超星汇雅、中文在线、
畅想之星等电子书，国图共享工程资源数据库、自建数据库等
各类数字资源库近50T数字资源。目前，馆内各类数字资源
年访问量约160万次。
“总分馆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目前，红桥区已建成9个街道分馆，实现全域街道全覆
盖，并与弗莱格书店合作，在商务楼宇中建立特色分馆。建成
87个社区服务点，社区覆盖率达80%以上。街道分馆同样安
装了自助借阅、数字阅读等设备，为阅读提供便利。我们的图
书馆实行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全年无假日免费开放，欢迎更
多百姓前来阅读，爱上阅读。”路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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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家门口的图书馆更贴心
专家
建议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西青区张家窝
镇四季花城社区的“青阅书苑”城市书房。
在书房门口的制证机上，用身份证自助办
理了一张天津图书馆读者证，凭证刷卡进
入书房，浓浓书香扑面而来。书房二楼是
独立的自习空间，以及周末供社区居民开
展亲子阅读“花城读书会”的场地；三楼是
图书阅览区和小型自习区，虽然面积不大，
但Wi-Fi覆盖、充电设施齐全，一大早便有
多名商务人士在这里办公。

住在附近的陈晨已经连续两个月来
“打卡”了。“从家骑车过来不到10分钟。
以前居家办公都是去收费的自习室，一个
月开销不小，环境还不如这里舒适。”陈晨
告诉记者，为了备考、工作两不误，她每天
从早上8时到下午6时 30分都会在这里
度过。

距离四季花城不到3公里的民盛里社
区，也有一间深受周边居民喜爱的城市书
房。走进这间24小时书房，宽敞明亮的复
式结构让人眼前一亮。一层的圆形书架错
落摆放，周边穿插摆放着沙发、皮质座椅，
以及供儿童阅读的舒适地垫，像漫步在书
店中一样，随意挑选书籍便可坐下阅读。
二楼是摆满图书的宽大书架和一排排长方
形书桌，供人们书写、办公。

记者在这里碰到了一位身穿骑手服
的外卖小哥。他告诉记者，经常在周围送
餐，不忙的时候就来这看书，休息一下，
“最爱看小说，尤其是网上比较火的小
说。平时都是用手机听，偶尔看看纸质
书，感觉不错。”

自2019年起，西青区启动建设“青阅书
苑”城市书房，在商业聚集区、景点景区、休闲

广场、社区周边等人员聚集区域，打造一批特
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城市书房阅读空间。8个
城市书房全部安装了自助借阅机、智能灯光、
三维门禁系统和大数据借阅系统等一系列数
字化、智能化设备。

精武镇文化公园城市书房设在大学城
内，总面积700多平方米；西营门街城市书
房集亲子教育、社区服务于一体；杨柳青古
镇景区城市书房着重文旅融合，智能化、高
颜值成了一道风景……
“市、区图书馆和8个城市书房实现了

三级通借通还无缝对接，读者从市内任何支
持通借通还的图书馆借书，都可以在城市书
房还书。我们还将通过读书会等活动宣传
推广城市书房，让群众在家门口获得舒适的
阅读体验。”西青区文旅局公共服务科负责
人于建玮说。

摄影 胡凌云


